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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红楼梦》跟世界历史上任何一部文学巨著一般，有着丰富的多义性。
也正是这份多义性，给后来的说解者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宝、钗、黛悲剧的审美价值；势利、贪婪、耍强逞能的王熙凤；娖娖廉谨、备员而已的贾政；持家的
探春；红楼笑星刘姥姥；甄士隐其人其事；“护官符”下的罪恶；荣国府的收支账；以及曹雪芹的身
世之谜，《石头记》的由来⋯⋯正如作者自己所言“进了红楼，出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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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庆捷，男，1948年2月出生，别名青石，号老顽童。
浙江省玉环县人，教书匠出身，1977年入学原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改行政法工作。
业余仍不离本行，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尤以《红楼梦》为甚，喜欢从中寻章摘句写点散文、随笔。
不图别的，只求与大家共享阅读这部中国古典经典名著的乐趣，留下一点诗化的记忆。
本书《红楼那些人、那些事》就是由他所写的那些关于《红楼梦》的散文、随笔的汇集。
《红楼那些人、那些事》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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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宝、钗、黛：终身误　　虽然对《红楼梦》中的每一个问题都几乎存在不同的见解，但没有人否
认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悲剧&mdash;&mdash;&ldquo;木石前盟&rdquo;和贾宝玉与薛宝钗的婚姻悲
剧&mdash;&mdash;&ldquo;金玉良缘&rdquo;，即宝、钗、黛的三角关系，是这部悲剧的支架，是整部
作品的主线。
主题曲中有&ldquo;怀金悼玉&rdquo;一词，就是说小说的主旨是悲念宝钗、伤悼黛玉；以宝玉的口吻
唱的&ldquo;终身误&rdquo;中有&ldquo;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rdquo;一句，则更明确了宝
、钗、黛婚姻爱情不幸结局之可悲和可悼。
曹雪芹将宝、钗、黛三人推上同一情场，在人生最神圣的情感舞台上，展示出三颗各具神采的儿女心
，以丰厚的内容和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人类生命悲剧的多种形态，叙述了人生沧桑的厚重与悲凉。
　　悲剧，是文学艺术的一种美学形态，其基本特征，是通过悲剧性的矛盾冲突，让具有肯定素质的
主人公遭受挫折以至毁灭，唤起人们悲的审美感受，从而在&ldquo;悲&rdquo;的情感交流过程中给人
以精神上的振奋和深切的反思，激发人们产生更顽强更高尚的生存理想。
在大观园的许许多多悲剧中，最为典型的是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个人物的悲剧。
作者创作时有意把他们的名字搭在一起，宝玉名字中既有黛玉的&ldquo;玉&rdquo;字，又有宝钗
的&ldquo;宝&rdquo;字。
他们爱怨相依，个性迥异，各以不同的经历唱出了一曲凄婉哀怨的人生。
　　贾宝玉是《红楼梦》的主人公，是宝、黛、钗三个主角中的主角。
他生于花团锦簇、物质优越的名门望族，是深受贾母史太君溺爱的宝贝孙子，是贾府的宁馨儿。
贾母、贾政、王夫人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通过读书修身立德，走科举之路入仕为官，以光宗耀祖。
但是，他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举止却偏偏表现出完全异于传统教化的观念。
他痴情任性，如傻似狂，讨厌功名利禄，不愿读书，不想做官，不思理家，整天泡在脂粉堆里，过
着&ldquo;富贵闲人&rdquo;的生活。
以至于被贾政、王夫人看作是个屡教不改、&ldquo;不通庶务&rdquo;的顽石，是&ldquo;孽障&rdquo;
、&ldquo;祸胎&rdquo;、&ldquo;混世魔王&rdquo;，是不知长进的不肖子孙。
特别是，在选择&ldquo;木石前盟&rdquo;和&ldquo;金玉良缘&rdquo;的问题上，更显示出他反传统、反
世俗的背逆观念。
他对自己终身的最后抉择，是木石前盟，认定只有黛玉才是他唯一的知己。
原因是黛玉也憎恶仕途，讨厌名利，因而志同道合、意气相投。
《红楼梦》中贾、史、王、薛四大家族间的婚姻关系，本来是由金钱势力决定的。
荣国公死后第二代贾代善之妻贾母，原本是金陵世家史侯的千金；第三代贾政之妻王夫人、第四代贾
琏之妻王熙凤，联姻的是&ldquo;金陵王&rdquo;；只剩下与薛家尚未联姻。
实实在在地说，在&ldquo;木石前盟&rdquo;和&ldquo;金玉良缘&rdquo;这一对矛盾中，&ldquo;金玉良
缘&rdquo;不是由上天注定的，而是由金钱势力注定了的，这是任何个人意志所不能转移的。
贾宝玉鄙视世俗、不愿向世俗屈服，但荣国府的决策者绝不给他以自己的标准选择配偶的空间。
他有所抗争，但他对家庭毫无建树，过的是寄生式的生活，在亲长面前没有独立的人格，表示抗争的
力量懦弱得可怜。
金钏儿和他说了几句亲昵的话被王夫人打了后跳井而死，他只能偷偷地祭奠；晴雯只因容貌生得好一
点，王夫人说她诱惑宝玉而被迫害赶出贾府病死，他只能写诗词诔文之类偷偷地悼念；黛玉和他真挚
的爱情被活生生地拆散，他只能以哭灵的方式表示抗议。
他不愿走经济仕途的道路，也不愿走贾雨村那样自毁毁人的道路，更不愿走贾琏、贾珍那样唯知淫乐
的道路，于是乎陷入困境。
他无法改变现实，也无力改变现实，最后只好与家人凄然而别，飘然而去，走出家为僧之路，了却尘
缘，以解脱自己苦痛的一生。
他的出家是对人生虚无的感悟，对命运和世俗抗争的失败。
　　林黛玉是仅次于贾宝玉的主要人物，她是封建宗法制度和婚姻制度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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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和贾宝玉两人，是红楼中的一对悲剧诗人。
贾宝玉有歪才，贾政游大观园，每到一处，都要他作诗，他都能从容应对。
林黛玉更是众姐妹中的写诗高手，菊花诗社，她荣登榜首；海棠诗社，宝钗第一，她屈居第二。
她孤高、纯情，把生命的全部投入到恋爱和写诗中，恋爱和写诗是她一生最重要的事，也是她生活的
全部寄托。
曹雪芹开篇就设计了一个浪漫、优美而富有悲剧意味的神话，说黛玉本是灵河岸边的绛珠仙草，宝玉
本是神瑛侍者，绛珠仙草因得神瑛的雨露灌溉，才得修成女身，她下凡为人，目的是以泪报恩，二人
可说早有宿缘。
黛玉自幼孱弱多病，因父母双亡无依无靠住在贾府。
虽然外祖母史太君非常疼爱她，甚至胜过疼爱亲孙女，但她总认为自己是栖居贾府的客人，常为寄人
篱下暗自垂泪。
黛玉性格上有明显短处，她小心眼、鸡肚肠、爱吃醋、多疑心、说话尖刻，她孤僻、审慎、多愁善感
，喜欢独处，喜欢哭。
她的特长是思维敏捷，喜欢写诗填词。
她从不去奉承别人，自然也不懂得如何去讨好贾母和王夫人。
黛玉的长处，对贾母、王夫人来说毫无意义，她们要选择的不是宝玉感情上的知己，而是一个能支撑
贾府事业的贤惠媳妇。
黛玉用情专一，与宝玉的爱情，是她的生命支柱，甚至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
她的一切，包括思想感情、脾气禀性、兴趣爱好，都是从与宝玉的恋爱中生发出来的。
但贾宝玉有时的作为使她觉得自己太没有安全感了，她爱得很累，累得喘不过气来，无时不疑心重重
，怕宝玉&ldquo;见了姐姐，就忘了妹妹&rdquo;。
为情所困的林黛玉，其生命就是在为自己所向往的爱情理想而燃烧，这是支撑她生存的唯一理由。
当她得知宝玉娶宝钗的消息，所憧憬的爱情幻梦与婚姻理想破灭后，她生命的大厦就在一瞬间倒塌了
。
她再也无法苟活于世，情已尽，心已死，泪已干，想哭也哭不出来了，该走了，一切都结束了。
黛玉失去了生存的依据，就只有死。
死之前，她颤抖着烧帕焚诗，让自己的诗稿和生命一起到属于她的另一个世界去，&ldquo;天尽头，何
处有香丘&rdquo;。
林黛玉青春的生命、纯洁的爱情、聪慧的才智，这一切属于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就这样被吞噬、被
毁灭，她饱含痛苦的生命履历和一步步走向死亡的凄凉过程，令人同情怜悯，催人泪下。
　　薛宝钗，曹雪芹刻画的主要人物之一，她是典型的封建礼教的殉葬品。
金玉良缘的关系，书中早有暗示，说薛宝钗的金锁为僧道所赠，而且言明将来姻缘必属有玉之人。
她为人宽厚、做事稳重、知书达理、深于世故、随分从时、善结人缘，&ldquo;人都谓黛玉所不
及&rdquo;，在贾府上下中深得人心。
她严格恪守传统妇德，时时以礼法压抑、束缚自己，可以说是封建礼教和道德的标准的产儿。
宝玉的思想和性格和黛玉相近，这点，宝钗非常清楚，但她深藏不露。
黛玉常常向宝钗表示醋意，当面给宝钗难堪，但宝钗从不计较，她往往借故转换话题，有意避开，以
宽容对待黛玉，其心态和涵养，得到上下的一致赞扬。
娶妻当如薛宝钗，《红楼梦》的读者，同情黛玉的固然多，但羡慕宝钗的的确不会少，一个男子汉，
谁都期盼着有薛宝钗这样一个近乎完美的妻子。
这种性格，自然而然地得到贾府权力层的赏识，在他们看来，薛宝钗出生于金陵富豪之家，与薛家联
姻，是所谓&ldquo;门当户对&rdquo;；薛宝钗在性格脾气、理家才干、健康状况方面远胜黛玉；薛宝
钗能经常规劝宝玉用功读书，走&ldquo;正路&rdquo;，有利于宝玉改邪归正。
贾母就多次夸奖说：&ldquo;从我们家四个女孩儿算起，都不如宝丫头&rdquo;（第35回）；&ldquo;那
孩子细致，凡事想得妥当&rdquo;（第38回）；&ldquo;性格儿温厚和平，虽然年轻，比大人还强几
倍&rdquo;，&ldquo;那心胸儿，脾气儿，真是百里挑一的&rdquo;（第84回）；还说她大方、没有烦恼
，是个&ldquo;有福的&rdquo;孩子（第108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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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人和薛姨妈是同胞姐妹，当然更希望亲上加亲。
贾府权力层考虑贾氏大家族的利益，站在金玉良缘的角度说话，把薛宝钗作为宝玉妻子的合格人选是
显而易见的。
就这样，宝钗成了最终的赢家，坐上了宝二奶奶的宝座。
但宝钗也有遇到痛苦的时候，当贾府领导层策划了&ldquo;掉包计&rdquo;&mdash;&mdash;要她冒黛玉
之名，并由黛玉的丫头雪雁作陪与宝玉成亲时，她虽然感到&ldquo;委屈&rdquo;，也只有&ldquo;暗自
垂泪&rdquo;。
准备揭头盖时，宝玉还冲着眼前的&ldquo;黛玉&rdquo;说：&ldquo;妹妹，身上好了？
好些天不见了。
盖着这劳什子做什么？
&rdquo;在宝、钗、黛的三角纠葛中，她虽然赢得沉闷的胜利，但失败也相随而来，悲剧也在同时酿成
。
宝玉的出家使她成为一个独守空房的变相寡妇，消磨的是一去不回、永远消逝的青春年华，其不幸实
有甚于黛玉，生活质量的幸福指数低得可怜，这是人生悲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这种悲剧，更为深刻，&ldquo;更为可取&rdquo;，是&ldquo;悲剧中之悲剧&rdquo;。
表面看，这一悲剧是宝玉造成的，一个悲剧派生出另一个悲剧。
但实际上，&ldquo;非宝玉之罪，亦非宝钗之罪，乃夫妇制度之罪也&rdquo;（《古今小说评林》）。
也就是说，悲剧的制造者不是宝玉，更不是宝钗，而是封建礼法和封建宗法制度，特别是封建婚姻制
度。
　　可悲乎！
金玉良缘最终铸成没有爱情的婚姻；可悼乎！
木石前盟到头来酿成没有婚姻的爱情。
金玉良缘和木石前盟似乎一开始就是一种特指、抽象、意象、想象和比喻，是最天才的艺术家曹雪芹
的灵感和创造，宝玉从这两个词儿中得到了不想得到的婚姻，失去了不想失去的爱情，这是他一生最
大的悲哀。
人之可悲，莫过于此！
曹雪芹通过宝、钗、黛的悲剧，对人生进行了思考，对贵贱荣辱、生生死死进行了追问：人生究竟是
什么？
人生的价值意义何在？
一方面试图从毁灭中得出教训，给人以警世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现实的无法把握，特别对人
生的命运的迷惘和不解，表现出一种飘渺无际、人生空虚的思想和失落后的忏悔。
　　鲁迅先生曾说：&ldquo;悲剧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rdquo;（《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红楼梦》是作者带给自己的一部无法向人说清苦难的书，也是在生命苦难中唯一能安妥作者自己
破碎灵魂的书。
它与作者人生道路和人生体验有着密不可分的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曹雪芹的喜怒哀乐包含在《红楼
梦》所描写的这个封建大家庭的盛衰荣辱之中，《红楼梦》的悲剧也是曹雪芹的悲剧，《红楼梦》悲
剧性地赋予曹雪芹生命化的符号。
其文学价值也恰恰在于它是一部&ldquo;彻头彻尾的悲剧&rdquo;、&ldquo;悲剧中之悲剧&rdquo;（王国
维《红楼梦评论》）。
《红楼梦》就是由一幕幕人生悲剧汇合到贾氏家族由盛而衰直至败亡的大悲剧中，表达了一种深沉的
命运感。
这样，一直追索到时代、追索到社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们&ldquo;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
疑&rdquo;（恩格斯《致敏？
考茨基》），因此，在文学史上，《红楼梦》永远是中国传统悲剧意识的凝聚，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悲
剧的典范。
　　薛宝钗：会做人　　林黛玉、贾宝玉的感情纠葛与薛宝钗、贾宝玉的感情纠葛的矛盾冲突，
即&ldquo;木石前盟&rdquo;与&ldquo;金玉良缘&rdquo;之间的矛盾冲突是《红楼梦》一书关于爱情、婚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红楼那些人那些事>>

姻描写的一对主要矛盾冲突。
这一对矛盾的产生、发展、高潮到解决，最后以&ldquo;金玉良缘&rdquo;获胜而告终。
　　按理，黛玉和宝钗相比，黛玉的&ldquo;靠山&rdquo;要比宝钗硬，黛玉是贾母的嫡亲外孙女儿，
是贾政的亲外甥女儿，与宝玉的关系是姑表亲；而宝钗只是贾母的媳妇王夫人的外甥女儿，与宝玉的
关系是姨表亲。
就亲戚关系而言，在封建宗法家庭里，姑表亲比姨表亲要近。
何况，黛玉自到了荣府，与宝玉&ldquo;日则同行同住，夜则同息同止&rdquo;，二人之间的亲密友爱
，&ldquo;自较别个不同&rdquo;，宝玉的心里，有的只是&ldquo;木石前盟&rdquo;，他曾对黛玉发过誓
，如果有其他想头，&ldquo;天诛地灭，万世不得人身&rdquo;。
然而，在这场宝二奶奶宝座的竞争中，黛玉败北而宝钗获胜。
其原因究竟何在？
对此，曹雪芹在《红楼梦》开篇不久，就在第5回中给我们作了解答：薛宝钗不仅&ldquo;品格端方，
容貌丰美&rdquo;，而且&ldquo;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无下尘，故比黛玉大得
下人之心。
便是那些小丫头子们，亦多喜与宝钗去顽&rdquo;。
即是说，在人际关系上，贾府上下对宝钗的称赞众口一词，而对黛玉则虽然口中不说，骨子里却多有
保留。
根据文本的这一交代，我们可以推论，宝钗的赢，很大程度上赢在人际关系！
　　薛宝钗博洽多闻，才华横溢，诗文书画无所不通，女经妇道无所不晓；她谙熟人的心理态势，对
人情世故有较深的了解，善于利用不同人的心理特征和心理需求，善于察颜观色，投人所好。
这使得她能在贾府盘根错节的复杂人际关系中左右逢源，如鱼得水。
曹雪芹笔下的薛宝钗贤淑贞静，温柔敦厚，是中国封建社会大家闺秀之典范、封建道德规范之楷模。
《红楼梦》中，作者倾注其天才和热情，通过一系列的事件，着力描写了她待人接物的风貌。
　　元春是皇妃，有帝王家之尊，回家省亲时，连贾母都要&ldquo;跪止不迭&rdquo;，宝玉的婚配，
元春的倾向就是旨意，薛宝钗对此是心知肚明的。
&ldquo;元春归省庆元宵&rdquo;，众姐妹题咏大观园11首，宝钗的诗中竟有&ldquo;睿藻仙才盈彩笔，
自惭何敢再为辞&rdquo;的句子，把自己摆在很卑屈的地位，马屁拍得既明显又含蓄。
轮到宝玉作诗，她指点宝玉，元春不喜欢&ldquo;玉&rdquo;字，应把&ldquo;绿玉&rdquo;改为&ldquo;
绿蜡&rdquo;。
元春从宫里送出的灯谜，在她看来&ldquo;并无甚新奇&rdquo;，但口中却&ldquo;少不得称赞，只说难
猜&rdquo;。
这些，自然都获得了元春的好感。
第28回写端午节元春宫中赐物，宝玉与宝钗的两份竟然一样，与其他人都不相同，这不能说不含有深
意。
要知道，元妃的赏赐是不能随便给的，是按人的身份、地位给的。
宝玉当时就怀疑是否传错了，袭人告诉他&ldquo;昨儿拿来，都是一份一份的写着签子，怎么就错
了&rdquo;。
就是说，元妃一点也不含糊&mdash;&mdash;如果在黛玉和宝钗之间为宝玉择偶，元春属意于宝钗。
元春的赐物，相当于贵妃娘娘对&ldquo;金玉良缘&rdquo;投了赞成票。
　　贾母是贾府的&ldquo;太上皇&rdquo;，贾府的一切重要事务，都由贾母说了算。
贾母的话、贾母的态度，关键时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贾母，代表着贾府的绝对权威。
&ldquo;不肖种种大承笞挞&rdquo;中，贾政毒打宝玉，准备&ldquo;往死里打&rdquo;，起初谁也阻止不
了，但贾母一到场，贾政就得下跪，就说明贾母才是真正主宰家政的当权者。
因而，薛宝钗时时处处留心窥视贾母的言行，以贾母的喜好为自己的喜好，伺机讨好贾母，以博取贾
母的欢心。
如宝钗通过细心观察，发现贾母因年事已高，牙齿不好，不能吃硬的、酸的、辣的食物，爱吃甜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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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在贾母问她爱吃何物时，便依贾母平素所喜的说了出来。
又如贾母因子女均已长大成人，对母亲早已疏远，常有年老迟暮寂寥之感，她便常和贾母的一群孙子
孙女一起，在贾母面前说说笑笑，承欢其膝下。
即使在点戏文时，也迎合贾母心意，点上热闹戏文，以增加热烈气氛。
再如贾母年轻时，也主持过家政，比王熙凤还威风，在合族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年老不管事后，
便产生失落感，自叹&ldquo;我老了，都不中用了，眼也花，耳也聋，记性也没了&rdquo;，薛宝钗深
知贾母在怀旧，就说：&ldquo;我来了这么几年，留神看起来，凤丫头凭她怎么巧，再巧不过老太太去
。
&rdquo;马屁拍得自然而又得体，既把贾母承奉得舒舒服服，又把王熙凤说得乐开了花。
薛宝钗敬老尊长的做法，收效明显，贾母对她的评价是&ldquo;稳重和平&rdquo;，当众夸她：&ldquo;
从我们家四个女孩儿算起，全不如宝丫头&rdquo;，认为宝玉的婚配&ldquo;只有宝丫头最妥&rdquo;。
　　王夫人是荣国府的当家太太，由于丈夫贾政只是个名义上的&ldquo;掌门人&rdquo;，对家事极少
问津，所以王夫人在大家族中是个有实权的人物。
薛宝钗为取得王夫人的信任，处心积虑，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以示讨好。
第32回写王夫人因琐事打了丫头金钏两个巴掌，还要撵其出去，金钏含冤投井自杀而死。
事发后，宝玉的大丫头袭人&ldquo;不觉落下泪来&rdquo;，王夫人也因自己的过错而愧疚垂泪
，&ldquo;心里不安&rdquo;，深感&ldquo;罪过&rdquo;。
薛宝钗揣摩，王夫人此时正受到良心的谴责，心灵上不得安宁，于是竭尽心计，为王夫人开脱罪责，
她把死亡的责任推给死者，说金钏是&ldquo;在井跟前憨顽，失了脚掉下去的&rdquo;。
接着劝慰王夫人说&ldquo;&hellip;&hellip;岂有这样大气的理！
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rdquo;，认为作为奴婢，即使受到主子的凌辱，也
只能逆来顺受，如果凭一时之&ldquo;气&rdquo;去找死，那是个&ldquo;糊涂人&rdquo;。
还为王夫人献计：不需&ldquo;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也就尽主仆之情了&rdquo;
，人命关天的事，在宝钗看来，认为只要花上几个钱就可以了。
为了表示自己能为王夫人分忧，她还不避忌讳，拿出自己的两套新衣服，给金钏装殓。
对待金钏之死一事，&ldquo;藏愚&rdquo;&ldquo;守拙&rdquo;的薛宝钗实在不太高明，她冷漠、冷淡、
冷酷，对金钏的死&ldquo;并不在意&rdquo;，一点人情味和同情心也没有，其表现连袭人也不如，她
在关节眼上顾及厉害而舍弃良心，完全站在王夫人一边，曲解事实，为王夫人排忧解愁，从此，深得
王夫人的赏识和信任。
王熙凤生病后，王夫人令李纨、探春、宝钗&ldquo;三驾马车&rdquo;，同理家政，就说明这一点，李
纨是王夫人的儿媳妇，探春是贾府的三小姐，她们两代理家政是名正言顺的，可宝钗算&ldquo;老
几&rdquo;，她客居姨妈王夫人家，是个外来的客人，对荣府内部的事按理不宜过问，没有代理家政的
资格，对此，我们只能理解为是王夫人对这位未来媳妇的&ldquo;考察&rdquo;吧！
而宝钗呢？
果然不辜负王夫人的期望，&ldquo;小惠全大体&rdquo;，将探春举利除弊理家的构想进一步发扬，既
发掘了大观园经济收入的潜力，在利益分配上也照顾了方方面面。
下人都&ldquo;欢声鼎沸&rdquo;，高兴地说：&ldquo;姑娘说得很是。
从此姑娘奶奶只管放心。
姑娘奶奶这么疼我们，我们再要不体上情，天地也不容了。
&rdquo;　　史湘云是贾母的侄孙女，是与薛宝钗平辈且又地位相当的千金。
薛宝钗也很注意同其搞好关系。
一次，袭人请湘云帮忙为宝玉做一双鞋，宝钗知道后，批评袭人：&ldquo;你这么个明白人，怎么一时
半刻的就不会体谅人？
&rdquo;她把湘云在家里&ldquo;一点儿作不得主&rdquo;，针线活都得自己干，因而&ldquo;累得
慌&rdquo;的实情告诉了袭人，宝钗说话得体，从容圆熟又恰到好处，袭人接受了她的意见还称赞
她&ldquo;真真的宝姑娘叫人敬重，真真有涵养，心地宽大&rdquo;。
史湘云才华横溢，豁达大度，想在大观园做东请客办诗社，但因父母双亡，手头拮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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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钗告诉湘云，你这人办事不会瞻前顾后，不考虑自己的处境和家境有没有条件做这个东道，接着她
从自己家拿来几筐又肥又大的螃蟹，帮助湘云在大观园举办了菊花会、&ldquo;螃蟹宴&rdquo;，替史
湘云解了难题，使史湘云顺利地当了东道主，贾府上上下下，人人高兴，个个赞叹。
整个过程，处处体现了宝钗对湘云的真诚关爱和体贴，史湘云心悦诚服，感激零涕，发出由衷的感叹
：&ldquo;我天天在家里想着，这些姐妹们，没有一个比宝姐姐好的&rdquo;，&ldquo;我但凡有这么个
好姐姐，就是没有了父母，也没妨碍的&rdquo;！
宝钗付出几筐螃蟹，换来的是史湘云的真心和感激。
螃蟹宴上，湘云对众人说：&ldquo;这是宝姐姐帮我预备的&rdquo;，结果得到贾母的称赞：&ldquo;我
说这孩子细致，凡事想的仔细。
&rdquo;在贾母看来，这诗会和宴会，最后还得归功于宝钗。
　　薛宝钗不但注意与上辈、平辈的人搞好关系，而且对地位比较低下的人，也特别用了一番心思。
邢岫烟是贾赦之妻的侄女，后来嫁给宝钗的堂兄弟薛蝌为妻，论辈分与宝钗同辈，但由于邢岫烟是随
邢夫人寄居贾府的，相对地位较低。
邢岫烟来大观园后，薛宝钗知道其&ldquo;家业贫寒&rdquo;，其父母&ldquo;对女儿分上平常&rdquo;，
刑夫人也不过是脸面之情，并非真心疼爱，因而&ldquo;每体贴接济&rdquo;。
 邢岫烟为了几个零用钱，不声不响地在大冷天当掉了自己的棉衣。
薛宝钗知道邢岫烟要面子，就把她约到避人眼目的&ldquo;石壁后&rdquo;，嘱咐她&ldquo;把那当票子
叫丫头送来我那里，悄悄的取出来，晚上再悄悄的送给你去&rdquo;，用自己的钱把邢岫烟当掉的棉衣
赎回，表现了对邢岫烟的充分尊重与殷切关照。
这虽然是件小事，可看出薛宝钗待人的一片苦心，她乐于帮助别人，与人为善，还十分注意方式方法
。
袭人是宝玉身边的贴心丫鬟，是王夫人的耳目，王夫人把袭人的月例钱从一两银子加到二两银子，享
受&ldquo;准姨娘&rdquo;待遇，说明袭人深得王夫人的信任。
宝钗对此心领神会，她了解到袭人是个特殊的丫鬟，脾气与自己相似，容易相处，更进一步拉近与袭
人的关系。
史湘云送给她一只戒指，她马上转送袭人，使得袭人受宠若惊，常在贾母和众人面前说宝钗的好话。
在证实宝钗许配给宝玉的信息后，袭人说：&ldquo;果然上头的眼力不错！
这才配得是。
我也造化。
&rdquo;　　宝钗处理人的关系中最大的成功，是终于赢得了黛玉的心。
黛玉为人性格爽直，言谈锋利，但小心眼，任性，得罪人不问场合。
由于大观园中只有宝钗与自己才貌相当，再加上&ldquo;金只有玉才能相正配&rdquo;之论，黛玉自然
认为宝钗是自己的竞争对手，因而时不时地对宝钗进行冷嘲热讽，对此，宝钗一度时间里以忍让为主
回避。
一次，黛玉当众奚落宝钗对带金和带玉的人神经过敏，特别&ldquo;有心&rdquo;，而宝钗素知黛玉言
语尖刻，不予理会，&ldquo;回头将没听见&rdquo;，&ldquo;一径去了&rdquo;。
许多场合，当黛玉和宝玉两人在一起时，宝钗也&ldquo;装没看见&rdquo;，径自抽身而去。
宝钗的忍让回避，并不意味着胆祛，她内敛而不外露，在对黛玉的态度上宽容大度，表现了极强的克
制能力。
她在伺机而待，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刘姥姥二进大观园，众人在行酒令取乐时，黛玉因为害怕罚酒，
随口说出《牡丹亭》和《西厢记》中的唱词和人物&mdash;&mdash;此事非同小可，这两本书，当时被
视为奸淫狗盗的&ldquo;黄色小说&rdquo;，大家闺秀看这些书，被视为没有家教，有失检点。
宝钗听后，当场不表态，事后把黛玉叫到自己的住处，背着众人半开玩笑地要黛玉跪下，要审问黛玉
，黛玉心中发虚，羞得满脸通红，央告讨饶以后&ldquo;再不说了&rdquo;。
宝钗见好就收，以知心朋友的身份告诫黛玉，女子&ldquo;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
了&rdquo;。
这一来，弄得黛玉&ldquo;心下暗伏，只有答应&lsquo;是&rsquo;的一字&rdquo;，完全解除了对宝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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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疑和嫉妒，说：&ldquo;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
&rdquo;&ldquo;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hellip;&hellip;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有一个人像你
前日的话教我。
&rdquo;于是，两人尽释前嫌，&ldquo;俨似同胞共出，较诸人更似亲切&rdquo;，成为一对推心置腹的
姐妹。
　　显而易见，宝钗重人际关系的稳定和传统的价值，她心性随和，谙熟世故，待人接物懂规矩，慎
言行，知情识趣，体贴周到，善于装愚装拙，笼络人心，虽不免有时候虚伪做作但能掩饰得恰到好处
，使人不易察觉。
在贾府，不但长辈说她好，平辈说她好，下人也说她好，说她&ldquo;会做人&rdquo;。
宝钗的思想是正统的，正统的思想认为，恋爱不但不正当，而且完全不必要。
她深懂&ldquo;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rdquo;（《大清律例？
户律？
婚姻》），上一辈对自己的婚姻存在决定权，绝对不允许恋爱的自由，因此对贾府的当权者和能够起
到作用的每一个人都着意联络感情。
她客居贾府恪守的信条就是时刻在妇道上规范自己，注意使自己怎样成为一个为贾母、王夫人以及各
方面都看重的人。
王昆仑先生曾说过：&ldquo;黛玉只以心上的血、眼中的泪向着宝玉一个人倾泻，而宝钗却只以智慧与
手腕向着宝玉周围做工夫。
&rdquo;&ldquo;因为她深知恋爱的选择固在于宝玉，而婚姻的决定却在旁人&rdquo;（《红楼梦人物论
》）。
　　而林黛玉却不然，林黛玉虽然相貌秀美、诗才卓立且睿智聪慧，但由于失去亲人，具有极强的自
尊心和孤独感，天性冲动，脾气执拗。
这种自尊心和孤独感表现为对自己寄人篱下的感伤，表现为对环境的戒备及对众人的秉性率真、口舌
尖刻且语无忌惮，不相干的事或些微的不顺心，就会抑郁悲忿，&ldquo;专挑人的不是&rdquo;，在处
理人际关系上的手腕远逊于薛宝钗，其性格诚然有些不大讨人喜欢，甚至还讨嫌结怨。
　　《红楼梦》第7回写周瑞家的出于好意，去黛玉处送宫花，黛玉却冷笑道：&ldquo;我就知道，别
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
&rdquo;弄得周瑞家的很不自在，&ldquo;一声儿不言语&rdquo;。
第8回写宝玉在薛姨妈处喝酒，奶妈李嬷嬷劝阻其不要喝，作为主角的薛宝钗一声不吭，而黛玉却说
：&ldquo;别理那老货，咱们只管乐咱们的&rdquo;，还指斥李嬷嬷：&ldquo;你这妈妈太小心了，往常
老太太又给他酒吃，如今在姨妈这里多吃一口，料也不妨事。
必定姨妈这里是外人，不当在这里的也未可定。
&rdquo;把李嬷嬷搞得十分尴尬，说黛玉说话&ldquo;比刀子还尖&rdquo;。
第31回写袭人梦想做宝玉之妾，但又不便明说，黛玉偏要将这一层捅破：&ldquo;你说你是丫头，我只
拿你当嫂子看&rdquo;，一点面子也不留。
第42回写刘姥姥第二次进荣国府，贾母在大观园设宴招待，黛玉竟侮辱性地称其为&ldquo;母蝗
虫&rdquo;，说刘姥姥的举止是&ldquo;牛饮&rdquo;兽舞。
黛玉除不能赢得下人之心外，也不能承欢于上人。
她住贾府这么些年，从不主动在王夫人前问寒问暖，也不主动与王夫人聊聊家常。
她被贾母称为&ldquo;心肝儿肉&rdquo;，但从未向贾母说几句像样的贴心话和奉承话。
　　宝钗的人际关系，使得她具备了林黛玉所没有的优势和魅力，如在贾府的当权者看来，选择宝钗
为宝玉的配偶更合乎贾府家族的利益，更合乎封建礼法的要求，更有利于把宝玉改造为循规蹈矩的家
业继承人。
在贾府，谁都承认，宝钗人缘好，&ldquo;会做人&rdquo;，上上下下都认为，只有她才能持家以维持
门风。
这场竞争，&ldquo;金玉良缘&rdquo;终于获胜，薛宝钗终于赢了。
然而，《红楼梦》的读者都知道，薛宝钗赢得的仅仅是婚姻及其庄严的仪式，她没有从林黛玉那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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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贾宝玉的心，贾宝玉旧情难忘，旧爱难了，他走了，当和尚去了。
林黛玉期待的是一个不可能兑现的爱情，而薛宝钗赢得的是一个没有对象的婚姻。
　　林黛玉、贾宝玉的爱情纠葛与薛宝钗、贾宝玉的婚姻纠葛的角逐告诉我们，拓展人的关系，构建
有效的人际关系网络十分重要。
西方世界现在普遍认同一个观点：&ldquo;人际关系是事业成功的第一要素。
&rdquo;中国是一个古老的礼仪之邦，很早以前人们就非常注意人的关系。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关系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在我们的周围，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干的是什么工作，也不管你地位的高低，有好的交际能力的
人永远有魅力，有人缘，办事情也容易成功。
没有人的关系，有时办事情就比较困难，有时或许要走很多弯路，有时或许寸步难行。
经营实业如此，办公室工作如此，恋爱、婚姻又何尝不是如此！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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